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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农 医疗帮扶 回乡支教

他们是乡村振兴一线的复旦力量
为畜牧业的科技创新带来

发展，为当地培养出一支“带不

走”的医疗队伍，为当地落实好

一件件暖心的小事实事……

过去一年，有这样一群复旦

人，他们用滴水穿石的恒心，在

科研、医疗、教育等领域，投身乡

村振兴一线，凝聚成乡村振兴事

业中不可或缺的复旦力量。

“真枪实弹”做实事

2018年起，复旦按照教育部

要求与内蒙古大学开展部省合

建工作，共同服务内蒙古特色产

业——畜牧业的发展。2020年，

胡薇接受学校派遣，来到内大挂

职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任省部

共建草原家畜生殖调控与繁育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畜牧业是内蒙古的支撑产

业，种质创新是推动当地畜牧业

发展、提高当地产业绩效、增加

牧民收入的核心力量。她任职

的国重实验室聚焦国家种业安

全重大战略需求，于 2020 年在

自治区支持下启动“草原家畜种

质创新与繁育基地”项目。目

前，基地一期工程基本完成，二

期建设工程将于 2023 年启动建

设。建成后的基地将成为包括

科研和表型实验室 2.9 万平米，

牛羊饲养设施超过 4.3 万平米

的，国内唯一的草原家畜大动物

实验设施。几年来，除了科技兴

农外，在学校和学院的双重支持

下，她还积极推进以复旦生科院

为主的校内资源与内大生科院

进校对接，“内大同事说，复旦是

‘真枪实弹’地在扶助，我听着很

高兴。”

实事汇聚成大事

2021年，作为复旦大学定点

帮扶工作的重要一环，王珏被派

驻到永平县担任副县长。近两

年时间里，王珏用双脚丈量着永

平县的土地，深耕于乡村振兴事

业之中。

“我的想法就是多做实事，

解决问题。”来永平的第一天，王

珏就列了一份实事清单，在他看

来，一件件暖心的小事实事汇聚

起来，就是乡村振兴的大事。

联系企业为全县各学校捐

赠了 40 多块电子白板、帮助全

县学校更换了 1000 多套破旧的

课桌椅、帮助水泄小学的学生在

冬天用上热水、协调电光源研究

所为龙门乡学校更换护眼灯、帮

助农户销售滞销的农产品、联系

爱心人士资助了 100 多个贫困

孩子……伴随着日复一日的实

地调研与帮扶，王珏走遍了全县

70 个村，50 多所学校。不知不

觉中，王珏的清单上已经列出了

210 件实事，帮扶项目遍布全县

各个乡镇。

“过去两年里，我们成功申

报了 9 个专家工作站，这包括了

1 个省级的院士（专家）工作站，

7 个省级的基层专家工作站，以

及一个大理州的专家工作站。

把这几个专家工作站建好，往后

还要谋划更多的平台，人才帮扶

的成效才会显著。”他说。

帮助他们认识疾病

自 2016 年开始，复旦大学

附属金山医院先后派驻了 11 批

次 56 名专家前往永平县人民医

院开展医疗帮扶。2021年底，医

疗帮扶的接力棒传递到了附属

妇产科医院的手中。妇科副主

任医师袁蕾在 2022 年 6 月底担

任附属妇产科医院第 2 批派驻

医疗队的队长，成为永平县人民

医院的副院长。从临床的手术

到科室的管理，袁蕾与医疗队的

队员们竭尽所能为患者解除病

痛、提升院科两级的管理水平。

在临床与科研之外，袁蕾更

希望帮助当地人实现思想上的

转变，对外进行讲座科普，对内

则开展技能培训。“这就是我们

下沉基层去做科普讲座和义诊

的原因，通过慢慢转变他们对于

疾病的认知，才能最终提高整体

的医疗水平。”

振兴班上的“晏哥”

大二寒假，2018级材料科学

系的晏炀从云南省红河州的沙

甸启程返校，结束第一次支教之

行，这次支教初体验，让他“当时

就决定，大四要争取成为研支团

的一员。”

2022 年 8 月，晏炀与另外 29

名队员组成复旦大学第 24 届研

究生支教团（下文简称“研支

团”），奔赴六地十校支教扶贫。

在填写支教地意向时，生在

云南的晏炀将云南永平县作为

首选。到达永平后，这座在2019

年 4 月迎来整体脱贫的县城刷

新了他的认知：“永平硬件条件

很不错，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刚刚

脱贫的地方。”

然而，从脱贫到振兴，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

晏炀支教的永平一中，学生

的学习基础差异较大。怎样才

能 让 尽 可 能 多 的 学 生 都 有 收

获？他坚持保留理解性教学的

方式，在教案基础上作更多适应

当地学生的调整，虽然任务并不

轻松，但能感受到这场奋斗是他

和学生的双向奔赴。

在永平一中高三振兴班学

生的口中，晏炀既是“晏老师”，

也是他们的“晏哥”。在课余，

晏炀常会和他们聊起复旦本科

4 年里的趣事，还会分享一些自

己的摄影作品。“感觉他们就像

弟弟妹妹一样”，不少学生乐于

向他袒露心扉。晏炀带的一个

初二班，有位女生因为家人并

不支持她的艺考梦，就和他分

享自己的想法与规划。晏炀鼓

励她，既要能听进别人的意见，

也要听清自己的心声：“把书先

念好，以后到本科再考虑艺术

院校或者专业，发展路径肯定

会更好。”

前不久，晏炀和团员还随挂

职干部李达到胜泉村脱贫户家

中走访调查。从家访到调研，与

学生和他的家庭交流的过程既

是一次深入了解，也是分享输出

的契机：“遇上有能力继续学的

学生，让他们至少先从思想上意

识到努力学习的意义。我们做

好基础教育的兜底工作，如果能

帮助他们考上更好的学校，改变

的是一个家庭的命运。”

研支团中，像晏炀这样的支

教学生还有很多，坚持二十余载

的支教事业，正是由一届又一届

的复旦研支团队员们接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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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薇（左二）与内大同事在实验室工作
2、王珏给胜泉完小学生捐赠书籍
3、袁蕾在永平厂街中学进行青春期健康教育讲座
4、晏炀（后排右二）与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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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理滇西应用技术大

学（下文简称“滇西大”）是教育

部在滇西片区六大精准帮扶项

目之一，也是首批“银龄援西计

划”试点受援高校之一。2021

年 9 月 10 日，正值教师节，李瑞

锡夫妇启程前往滇西大。

35年前，李瑞锡研究生毕业

被分配到云南昆明工作，一待 8

年。从那时起，这对夫妇就与这

片土地结下深厚的感情。与很

多人的退休计划不同，“我更希

望留在讲台给学生们讲课”，成

为继复旦上医医院管理处原处

长、金山医院原副院长姚诠教授

后，复旦上医第二位“银龄教

师”，圆满完成援西任务。

李瑞锡第一学期远远超出

教育部对“银龄教师”规定的授

课学时，一年半期间负责了《系

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神经

科学基础》三门课程。

“银龄教师”一般履职半年

或一年。一开始，李瑞锡也只准

备工作一学期。然而，第一学期

快结束时，他主动向学校申请，

被批准继续支教一年。

在滇西大的第二、第三学

期，李瑞锡将更多精力放到师资

培养和教研活动制度建设上。

他大力倡导集体备课、集体学

习，就教研室活动类别、意义及

开展注意事项，为学院全体教职

工开展讲座。他指导青年教师

编写教研活动计划，要求计划细

致到每周活动的具体时间、主题

和发言的教师。

他利用每周二的午休开展

教研活动，点评青年教师的试讲

表现，示范如何将看起来零散的

知识点串联起来，还带领他们阅

读解剖学英文经典著作。

“教师大量的工作是在课堂

之外完成的，教研活动制度建立

起来后，能很好地促进教师自觉

提升水平。”李瑞锡深信“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不断将复旦

行之有效的做法教给滇西大教

师。

离开滇西大前，李瑞锡将汇

集自己教学心血的“鱼”，包括15

本书籍（大部分为李瑞锡主编或

参编）、全套解剖学课程的课件、

精心制作的图谱原图、白大衣、

复旦上医基础医学院的人体骨

身标本、解剖器械等，送给了滇

西大健康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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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滇西大送去他为滇西大送去““渔渔””与与““鱼鱼””


